
跨学科学习研究综述
郑 梅

“跨学科学习”的含义较为丰富，为便于开

展实践，我校以发展学生的跨学科理解力为抓

手，申报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指向理解力发展的跨学科学习实践研究”。

为此，本文对教育教学中的“理解”和“跨学科

学习”两个关键词进行综述。

一、关于“理解”的研究现状

1.教育教学中的“理解”释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理解”的释义是“懂，

了解”［1］。教育家、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理

解”是通过有效应用、分析、综合、评价，来明

智、恰当地整理事实和技巧的能力。［2］哈佛大学

大卫·珀金斯认为，“理解”就是“能灵活地表达

和表现自己所知的”［3］，它是教育真正的核心目

标，当我们说一个人“理解”某事，是指他已把

信息储存于头脑中，并随时取用。美国教育专

家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认为，“理解”既有动词意

义，也有名词意义。动词的“理解”就是能够智

慧而有效地使用知识和技能。名词的“理解”是

努力去理解（动词）的成功结果——对一个不明

显的观点的最终掌握，对许多无关联（可能看起

来不重要）的知识元素的有意义推断。［4］

张华教授认为，所谓“理解”（understanding），
是把学科知识运用于真实情境以解决新问题的

能力。［5］23所谓“跨学科理解”，就是运用各个学

科的观念与方法解决问题、形成解释、创造产

品。［6］9基于此，我校“指向理解力发展的高中生

跨学科学习的实践研究”中的“理解力”主要指

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跨学

科理解，其基本维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深

刻见解，即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是否体现了物理、

化学、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素养；（2）行动，即是否

采取了有效的专业行动、社会行动等；（3）伦理

道德，即行动过程是否促使学生变得更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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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更有同情心、更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4）机

会，即理解是否可以迁移至其他情境中，并表现

为其他形式。

2.关于“理解”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理解”的研究最早是由大卫·珀

金斯在 1993年的“零点项目”（Project Zero）研

究中提出。在此基础上，格兰特·威金斯和杰

伊·麦克泰格于 1998年在《通过设计而理解》一

书中提出“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理论（简称

UbD理论）。

在国内，何晔和盛群力以领会意义、灵活应

用和洞察自省三个维度对 UbD理论中的理解

维度进行改造；详细阐述了每个维度的功能、特

点和表现，以说明知识与理解的关系［7］；探讨了

表层理解和深层理解的差异，分析了认知与情

感的统一，突出了学习者自我调节的重要性［8］；

提出了“意义学习，理解为先”的教学建议 ［9］。

吕林海和王爱芬对理解性学习与教学的思想缘

起与内涵论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从融合的视

角去更好、更准确地把握理解性学习的教育真

义。［10］在具体的学科教学方面，黄敏以高中化

学“物质的量”概念体系的理解为导向进行了镶

嵌式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11］匡金龙和包静

娟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进行了为理解而设计的

教学策略研究。［12］方沣进行了基于理解性教育

理论优化物理概念教学的研究。［13］此外，徐兆

洋［14］、陶西平［15］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为理解而

教”的理念。

综上，我国教育学界关于“理解”已经有了

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

研究成果，但结合高中教学尤其是跨学科教学

的研究和实践仍然较少，需要我们一线教育工

作者去探索和研究。

二、关于“跨学科学习”的研究现状

1．“跨学科”与“跨学科学习”的基本含义。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亦译为“交叉

学科”，指的是超越某个单一学科边界而进行的

涉及两个或更多学科的知识创造活动。张华认

为，跨学科既是一种知识与生活、科学与人文、

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彼此融合的价值追求与时代

精神，又是一种强调互动建构、合作探究知识的

学科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6］8跨学科的本质

特点就是打破学科已有界线，对学科内容进行

整合和情境化，进行跨界教学与应用，以培养学

生的信息应用、批判思维、问题解决和创造思维

能力，促进学习者学习的综合化，使学习者的知

识结构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形成结构化

的知识和思维，以全面的观点和思维去认识客

观世界和解决实际问题。［16］

“跨学科学习”（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是整合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的观念、方法与思

维方式解决真实问题、产生跨学科理解的课程

与学习取向。从目的意义看，它旨在培养学生

的自由人格、跨学科意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手段意义看，它是选择、综合各种信

息、知识、手段、方法以解决复杂问题的策略，以

及将学科知识情境化的策略。产生跨学科理

解、运用学科思维、实现学科整合是“跨学科学

习”的基本特点和判断标准。［6］10“跨学科学习”

是一种以解决真实问题为核心的深度学习方

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课程形态、与各类学科课程

相互作用的。“跨学科学习”的基本理念是为理

解而学、为生活而学、为学科而学，进而“在理解

中、由于理解并为了理解”［5］23，实现认知内容的

重建、人际关系的重建和自我概念的重建。

2.关于“跨学科学习”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跨学科研究最早起源于 20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美国，教师为学生规划探究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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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制订富有探究性

的主题，让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17］1968年，第一次以跨学科为主题的国

际研讨会召开，研讨成果是柯斯特编著的《超越

还原论：阿尔巴赫问题论丛》一书。1970年 9
月，在法国尼斯大学召开了第二次以跨学科为

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皮亚杰参加并提交《跨学

科关系的知识论》的论文，推动了跨学科运

动。［6］81976年，德国成立国际“跨学科学研究

会”。2002年起，德国开始强调跨学科教学，并

成立了综合性中学，要求在教学中围绕某一中

心主题，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教学的设计和

实施。［8］2010年，《牛津跨学科手册》正式出版，

标志着国际“跨学科”运动发展到新阶段。［6］8

在我国，以“跨学科”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起

步于 20世纪 50年代，蓬勃发展于 80年代。最

初我国学者把“interdisciplinary”译成“交叉学

科”，后在深入研究过程中逐渐用“跨学科”一词

对其进行替代。笔者以“跨学科”“跨学科教学”

“跨学科学习”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对

检索到的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国内跨学科

研究同国外类似，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对

中小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近几年才刚刚兴起，而

且主要是从大教育的视角来讲跨学科。文献研

究也表明，当前中小学进行的跨学科教学实践

普遍存在“应景”、“冷拼盘”的现象，将跨学科认

为是不同学科或多个学科的简单累加，缺少了

深入的融合和有效的跨界。

当前，对学生学科理解力的发展培育已经

成为学科教学的应然追求，跨学科学习也将成

为未来的教育与学生终身发展的追求和价值取

向。然而，当前我国的跨学科研究和相关文献

虽然也比较多，但是能将当下的高中学生核心

素养培育与跨学科教学联系起来，并指向核心

素养培育的研究和实践较为缺乏。

三、研究展望与建议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指向理解力发展

的跨学科学习的研究在中小学的教学实践领域

有着很大的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

1.需要从理论层面加强跨学科学习的理论

基础与课程取向研究。

我们需要在深入学习 2017年版各科课程

标准和《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围绕理解力、“跨学

科”概念的由来与思想渊源等核心内容，逐渐廓

清跨学科理解力的内涵与外延，并形成跨学科

学习的可操作的判断指标，对每个指标的发展

进阶作出较为详细的描述，从而从理论上更加

清楚地阐释何谓理解力、何谓跨学科学习等核

心问题。

2.需要结合区域特色和学校实际，探索和

构建跨学科学习课程体系。

可以参考国内外关于跨学科学习课程开发

的研究成果，探讨跨学科学习课程开发和实施

的社会意义、育人价值和功能定位，探讨切合高

中生认知基础和认知规律、指向理解力发展的

跨学科学习课程的开发视角和课程类型，了解

跨学科学习课程资源的基本来源和整合模式，

结合区域特色和学校实际，以校内、校外的跨学

科学习实践基地为基础，研究指向理解力发展

的跨学科学习课程体系的构建，包括跨学科学

习课程资源的来源与构成、跨学科学习课程内

容的组织与体系和跨学科学习课程的开发原则

和基本策略。

3.需要开展跨学科教学范式与实施策略的

研究。

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对跨学科学习

课程实施策略即跨学科学习课程实践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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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范式、课程管理与实施策略等问题进行理

论研究。立足学生理解力的发展，进行持续的

跨学科教学实践，针对教学实践中的一系列问

题进行个案总结、经验提取等，提炼、生成能有

效促进学生理解力发展的跨学科课程的教学范

式和学习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合普通高

中学生认知发展的、能有效促进理解力发展的

跨学科课程教学实施策略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

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2：835.
［2］BLOOM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1：Cognitive Domain［M］. New York：
Longman，Green ＆ Co，1956.

［3］PERKINS D.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s
［J］.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1993（3）：28-35.

［4］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 .追求

理解的教学设计［M］.闫寒冰，宋雪莲，赖平，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5-46.

［5］张华 .跨学科学习：真义辨析与实践路

径［J］.中小学管理，2017（11）：21-24.
［6］张华 .论理解本位跨学科学习［J］.基础

教育课程，2018（11）：7-13.
［7］何晔，盛群力 .理解的维度之初探［J］.

开放教育研究，2006（3）：28-34.
［8］何晔，盛群力 .理解的六种维度观——

知识理解的新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06
（7）：15，27-31.

［9］何晔，盛群力 .意义学习，理解为先——

UbD模式对课堂教学改革提出的新建议［J］.课

程教学研究，2013（8）：22-31.
［10］吕林海，王爱芬 .理解性学习与教学的

思想缘起与内涵论争［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3）：53-57.
［11］黄敏 .促进理解物质的量概念体系的

镶嵌式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D］.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2012.
［12］匡金龙，包静娟 .为理解而设计——促

进小学生数学理解的教学策略研究［J］.上海教

育科研，2013（11）：61-63，70.
［13］方沣 .为理解而教——基于理解性教

育理论优化物理概念教学研究［D］.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2015.
［14］徐兆洋 .为理解而设计教学［J］.现代

中小学教育，2013（11）：13-17.
［15］陶西平 .为理解而教［J］.中小学管理，

2012（9）：60.
［16］储召生 .专访王焰新：跨学科教育——

流本科的必然选择［N］.中国教育报，2016-5-
23.

［17］张海燕 .美国中小学跨学科课程模式

简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8（8）：71-74.
［18］杜慧洁，舒尔茨 .德国跨学科教学理念

与教学设计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05（8）：

28-32.

10


